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
12月29日上午，由中國自主研製建造
的首艘076型兩棲攻擊艦──四川艦正
式出塢，目前已安全停靠碼頭。

將進行舾裝和調試
四川艦是海軍新一代兩棲攻擊

艦，是推進海軍轉型建設發展、提升
遠海作戰能力的關鍵裝備，滿載排水
量4萬餘噸，設置雙艦島式上層建築和
全縱通飛行甲板，創新應用電磁彈射
和阻攔技術，可搭載固定翼飛機、直
升機、兩棲裝備等。

據船廠方介紹，船舶出塢，意味
着整船主體建造已經完成，四川艦將
進入下一階段的舾裝和調試工作，這
包括船舶動力系統整體調試，各類電
子設備和武器系統的安裝、調試以及
船舶房艙內部的裝修等，這部分工作
由工廠人員進行。而這一階段完成之
後，將由工廠方和接艦部隊共同進行
繫泊試驗、航行試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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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港澳成功實踐 引領祖國完全統一
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論壇在京舉行 逾百學者參會

中央民族大學第二屆 「一
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 學術論
壇12月29日在京舉行，100多
位內地港澳台研究專家學者參
加研討。

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周在
開幕式致辭中表示，隨着 「一
國兩制」 在香港、澳門的實踐
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功，必將
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提供重要
借鑒、發揮重要作用。 「一國
兩制」 終將被廣大台灣同胞重
新認識、認同，必將煥發出更
加強大的生命力，必將引領祖
國統一事業取得更大發展。
大公報記者 馬靜、李暢北京報道

楊毅周表示， 「一國兩制」 作為一項
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從科學構想變成生
動現實，從全面付諸實施到不斷豐富完
善，歷經風雨砥礪前行，戰勝各種艱難險
阻，取得巨大的成功。 「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 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
胞、中華民族和世界和平最為有利。

堅定不移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然而以民進黨為首的 「台獨」 分裂勢

力不遺餘力地扭曲抹黑，造成許多台胞對
「一國兩制」 的偏頗認知。賴清德上台
後，變本加利，竭力鼓吹 「新兩國論」 ，
明確表示其執政的第一目標是 「建立以台
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 ，企圖擴大其推動
「台獨」 、永久執政奠定社會基礎，嚴重
衝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

為此，楊毅周強調，面對當前嚴峻複
雜的兩岸關係，我們要更加堅定的貫徹新
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推進祖
國統一進程；要更加堅定不移地打擊遏制
賴清德的 「台獨」 分裂行徑，絕不能讓
「台獨」 分裂勢力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和台
海的和平穩定；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兩岸交
流合作、融合發展，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進程。

楊毅周期待與會專家學者深入研究鑄
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實現 「一國兩
制」 重大命題，瓦解 「台獨」 認同，重構
祖國認同，支持 「一國兩制」 ，畫出海內
外支持 「一國兩制」 事業的最大同心圓。
「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

國兩制』 終將被廣大台灣同胞重新認識、
認同。」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祖國統一勢不
可當。中國式現代化大步向前，民族復興
進程不可逆轉， 『一國兩制』 必將煥發出
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必將引領祖國統一事
業取得更大發展。」 楊毅周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秘書
長楊鑫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正是以
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實現民族復
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在這個偉大進程中，
香港、澳門對國家的作用愈發凸顯，台灣
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統
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 「一國兩制」 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
澳門回歸祖國以後能夠長期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安排，也是兩岸最終實現完全統一
的最佳方式。

「一國兩制」安排涵蓋港澳台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王雄軍表示，

「一國兩制」 是涵蓋港澳台範疇的憲法與
國家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是中國式現代
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性制度設
計。這些年來，港澳領域的 「一國兩制」
實踐發生了重要的觀念與制度變遷，主要
表現在香港國安法制定、選舉制度完善，
「愛國者治港」 、 「愛國者治澳」 等相關

政策與社會文化的更新，以及粵港澳大灣
區戰略為抓手的融合發展框架的形成等，
這些都體現了國家對港澳全面管治權的理
性運用，也標誌着港澳良政善治體系的結
構性優化，以及由治及興新篇章的展開。

「港澳要充分利用自
身的優勢和特長，與國家

的發展需求相結合，在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中實現更好的發展，找到新空
間，開發新動能。」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支振鋒29日
在中央民族大學第二屆 「一國兩制與
港澳台治理」 學術論壇上表示，港澳
在追求自身長期繁榮穩定的同時，更
需積極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支振鋒說，作為溝通中外的重要
橋樑，港澳要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
生動展現 「一國兩制」 在香港和澳門
的成功實踐。 「港澳還可以作為中國

搶得國際話語權的前沿平台和陣地，
成為展現中國發展成就的亮麗窗
口。」

「 『一國兩制』 是中國的，也是
世界的，而香港始終是最佳的實驗平
台和信心來源。」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
院副院長田飛龍在論壇上表示，在中
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香港在國
家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加凸顯，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及塑造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戰
略與制度槓桿，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
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共生的實踐動
力。 大公報記者馬靜、李暢

香港是一國兩制最佳信心來源
特稿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
道：12月29日，南京公共外交協會
舉行第九屆 「梧桐獎」 頒獎儀式，
88歲高齡的台灣知名法學家邵子平
榮獲 「友好交流使者獎」 。南京公
共外交協會表示，他們是從大文集
團的連續報道中深度了解到邵子平
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與傳播方面的
重大貢獻功不可沒， 「在頒獎之
外，我們還會在南京公共外交協會
各平台上向海內外廣泛傳播邵子平
對歷史、對民族與對南京的責任擔
當。」

南京公共外交協會成立於2012
年，為首個內地副省級城市公共外
交協會，以增進民心相通為使命，
通過縱橫聯絡交流，廣交各國朋
友、建立海內外交流基地與研究中
心、設立 「梧桐獎」 等方式，開展
富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動。

尋找馬吉影片 傳承歷史記憶
南京市政協主席王立平在頒獎

儀式上致辭表示，南京公共外交的
使命是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與
世界相交，與時代
相通，以潤物細無
聲的方式，增進溝
通理解，加強交流
合作，促進民心相
通。

邵子平的事跡
在頒獎現場中央巨
大的電子屏幕上播
放，現場播放邵子
平從紐約發來的視
頻獲獎感言。邵子
平感慨道， 「龍盤

虎踞、鍾靈毓秀的南京是我的出生
地與成長地，金秋桐葉，是我夢中
勝景。」

自2017年起，香港大公文匯全
媒體記者獨家採訪報道了記錄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拉貝日
記》與馬吉影片的主要發現者邵子
平的故事，並連續5年追蹤報道。
在香港大文集團推動下，2018年12
月南京市政府破格批准邵子平成為
南京居民，2020年7月，邵子平被
授予 「南京好市民」 榮譽稱號。

1991年，邵子平與一批愛國華
人在紐約創立 「紀念南京大屠殺受
難同胞聯合會」 ，1991年找到約翰
．馬吉在1937年拍攝的記錄南京大
屠殺現場原片。1996年，尋獲《拉
貝日記》並向世界各國記者展示公
布。2019年12月13日，邵子平與
「聯合會」 將馬吉影片37分鐘膠片
無償贈予南京。29日，邵子平在紐
約特別對大文記者表示，正積極聯
絡美國、日本等國家民間團體與和
平人士，挖掘與尋找更多史料，傳
播與維護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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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兩棲攻擊艦 四川艦出塢

解放軍黃岩島周邊戰備警巡
12月29日，中國人民

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海空
兵力位中國黃岩島領海領
空及周邊區域開展戰備警
巡。12月以來，戰區部隊
組織海空兵力持續加強中

國黃岩島領海周邊海空域
巡邏警戒，進一步強化有
關海空域管控力度，堅決
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決
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央視新聞

▲▶12月29日，台灣知名法學家邵子平獲頒
南京「梧桐獎」。上圖為邵子平視頻致辭畫面，
右圖為獲獎證書與獎牌。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12月29日上午，由中國自主研製建造的首艘076型兩棲攻擊艦四川艦正
式出塢。 視頻截圖

▲12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學第二屆 「一國兩制與港澳台治理」 學術論壇在京
舉行。 大公報記者馬靜攝

專家：絕不能讓台獨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出席論壇的內地港澳台研究專家學者合影。 大公報記者馬靜攝

與會專家發言要點

有機銜接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主任陳先才：

「一國兩制」 台灣方
案要確保統一後台灣地區
的長治久安，這是它不可
迴避的歷史使命。基於
此，需要基於 「一國兩
制」 政策構想，參照港澳
實踐的經驗啟示，推動和
平統一與 「一國兩制」 的
有機銜接，改造台灣地區
70多年來既存的 「舊秩
序」 ，建立起 「一國兩
制」 下的新憲制秩序。

擴大交流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
院教授朱松嶺：

未來兩岸需要更高層
次和更高效率的交流。在
經濟領域，推動高端製造
業、新能源產業等深度合
作，打造兩岸共同的產業
鏈供應鏈。在文化領域，
深化中華文化傳播，通過
影視、文學、教育等方式
增強台灣民眾的文化認
同。在社會領域，擴大兩
岸婚姻家庭、社區互動的
覆蓋面，真正實現 「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 的深度
融合。

完善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
究所副所長汪曙申：

解決台灣問題，要更
大程度地掌握主動、加強
創新及推動制度建設，與
台灣同胞進行交流，完善
扶持制度和政策。同時要
更大程度地給予同等待
遇，這是一個重大的轉
變，要立足於統一的前
景，把很多統一後要解決
的問題在統一前進行設
計、推進，儘管過程中會
有阻力，但方向始終不會
改變。

大公報記者馬靜、李暢整理


